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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危机应急预案编制中的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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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性高强度的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与持续作用累积影响的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均会对

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影响。编制和建立各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可有效地实现

对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合理响应应对。从各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中最具代表性的省级水

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问题出发 ,对预案编制过程中的概念确定 、危机事件分类分级 、防治对象 、

预案结构组成 、组织体系 、应急响应流程图制作等核心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 并提出了合理可行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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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s in Compiling Emergency Pla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Crisis Incident

LA I Yong-hui1 , 2 , MA Yo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 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 Hubei 430072 ,

China;2.Guangdong Technical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635 , China)

Abstract:Irregular soil and w ater loss crisis incident w ith sudden abno rmal high-deg re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gular one wi th cumula tive effects have g reat negative impacts and threats to bo th production and

people' s li fe.Compiling the emergency plans of soil and w ater loss crisis incident at all levels is ef fective in

the prevention o f the crisis incident.Among them , provincial eme rgency plan o f soil and w ater loss crisis in-

cident is the representative one.Some key issues about how to accomplish the emergency plan of soil and w a-

ter lo ss crisis incident are analy zed and discussed , including the concept , classif ication and g rading of soil and

w ater lo ss crisis incident ,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bjects , plan composi tion , o rganizational sy stem , and

eme rgency response f low chart.Som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so lutions a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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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流失是自然界长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物理现

象 ,但随着近百年来人类活动强度和频度的不断增

强 ,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大 ,其流失速率和爆发突发性

危机事件的机率不断增加。持续不断的具有相当强

度的水土流失的发生 ,将有可能引起丰水期洪涝灾害

的加剧 ,枯水期水资源分配的不足 ,干旱期旱情的扩

大以及河流系统的水污染和水生态恶化
[ 1-6]

,是其它

系列水危机灾害的源头和关键性影响因素 ,而突发性

高强度的水土流失 ,则更是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山体滑

坡 、崩塌 、泥石流等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
[ 7]
。水土流

失灾害给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活动带来极大

的威胁和影响 ,因此 ,构建科学合理的水土流失危机

事件应急预案 ,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降低水土流失

灾害危害 ,减少相关次生和衍生灾害的发生 ,保障人

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 ,也是当前水危机处置应对工作

的重点 。然而 ,一直以来 ,国内外关于水危机灾害事

件应急预案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洪涝灾害防治 ,城市

防洪 ,供水安全 ,水库大坝安全运行 ,水污染防治等方

面[ 8-16] ,关于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方面的

甚少。正是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对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应急预案中最具代表性的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

急预案编制中的核心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1　预案编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1.1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概念 、分类与防治对象

根据水土流失可能引发的灾害性质及程度 ,确定



其定义为在水力 、重力 、风力等外营力或工程项目的

开发建设 、大型活动影响作用下诱发的水土流失灾

害 ,当其危害和影响已经到达一定程度 ,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导致生态环境 、水

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 ,严重危及和影响社会公

共安全时 ,即为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常态水

土流失危机事件 ,另一种是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

件。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是指持续发生 ,具有相当

侵蚀强度的 ,其累积的水土流失侵蚀后果会对当地的

经济社会建设和生产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的威胁和

影响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治和治理的水土流失

灾害现象 。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是指受高强度 、

集中范围的风暴 、暴雨 、潮汐或山洪诱使突然发生的

大面积 、大规模山体滑坡 、崩塌或泥石流以及由于工

程项目的开发建设 、大型活动开展导致突然发生的 ,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生态环

境破坏和社会经济建设危害 ,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突

发性水土流失灾害事件。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

案编制过程中 ,既要考虑对传统意义上的突发性非常

态水土流失灾害的预防和及时妥善应对 ,同时 ,对持

续发生 ,有着相当侵蚀强度的 ,如果不尽早进行治理

则可能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累积效应 ,危害后果严重

的常态水土流失灾害 ,也要予以重视和防治。

1.2　应急预案的结构组成

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结构组成主

要包括总则 、概况 、组织体系与职责 、应急预案响应流

程 、预防与预警 、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 、应急保障 、附则

以及附录等 10个部分。其中 ,应急预案编制总则是

关于预案编制目的 、编制依据 、水土流失事件的分级 、

分类 、适用范围 、工作原则等项目的总体介绍;概况主

要为省内水土流失防护区的自然地理 、社会经济 、水

土流失风险评价分析 、现有在建及规划建设水土流失

防御体系 、重点防护对象等方面的介绍;组织体系与

职责主要包括指挥机构 、成员单位职责 、办事机构 、专

家组组建与确定等;应急预案响应流程图为应急响应

过程中的响应步骤 、顺序 、响应时间 、责任单位和部

门 、应对处理要求等的图解说明;预防与预警 、应急响

应和后期处置是应急预案响应应对全过程的详细书

面阐述和解释 ,预防与预警主要包括预防工作 、预警

信息 、预警级别划分 、预警行动 、主要防御方案等;应

急响应主要包括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应急响应分级

与行动 、主要应急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的组织工作 、应

急响应结束条件等;后期处置包括灾后救助与安排 、

抢险物资补充 、损毁工程修复 、灾后重建 、保险与补

偿 、调查和总结等;附则为预案中相关名词术语定义 、

预案管理与更新 、奖励与责任追究 、预案解释部门 、预

案实施时间等的解释和介绍;附录主要包括其它相关

的附图 、附表 、附件等 。

1.3　危机事件应对组织体系构成

要妥善应对和解决好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特别是

大规模 、高级别的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单靠各级水利

部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建立由各级政府组织

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建立的专门的应对处理机构才

能实现 。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对处理机构由指挥机构及

其下设的日常办事机构组成 。对于省级水土流失危

机事件 ,指挥机构为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防治应对工

作领导小组 ,由分管副省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和省水利厅厅长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担任副组长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统一领导全省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协调解决水土流失

灾害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省委宣传部 、省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 、经贸委 、财政厅 、民政厅 、水利厅 、国土

资源厅 、公安厅 、建设厅 、交通厅 、卫生厅 、农业厅 、信

息产业厅 、省军区 、气象局及其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

位的负责同志任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防治应对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成员有关单位应做好职能范

围内的应急保障和支持配合工作 。省水土流失危机

事件防治应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防治应对办公室 ,该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 ,主要负

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具体工作和有关事务 ,由省水利厅

选派有关管理和技术人员担任 。

灾情严重 、影响深远的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发生时 ,

应立即组建成立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

挥部由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防治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或副组长任总指挥 ,有关单位领导和人员组成应急

分队。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为:

执行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防治应对工作领导小组下达

的水土流失灾害抢险救灾任务;负责组织 、协调 、指导

和监督各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

1.4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分级

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时 ,需要根

据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已确定等级的水土流失危

机事件 ,启动相应级别的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以开展预

警预报 、事中的及时处理和事后的善后工作。

依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关于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分级方法[ 17] ,将省级水土

流失危机事件分为 4级:Ⅰ级 、Ⅱ级 、Ⅲ级和Ⅳ级水土

流失危机事件。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等级级别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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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条件予以确定 ,当发生的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同时

满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等级划分条件时 ,按符合条件

的最高等级级别定级 。

(1)Ⅰ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①全省范围内全年发

生特大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1宗或以上 ,或发生大

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3宗或以上 ,或者发生次大型

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10宗或以上;②全省范围内发

生特大型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1宗或以上。

(2)Ⅱ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 ①全省范围内全

年发生大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1宗或以上 ,或者

次大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5宗或 5宗以上 10宗

以下;②全省范围内发生大型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

事件 1宗或以上 。

(3)Ⅲ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 ①全省范围内全

年发生次大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3宗或 3宗以

上 5宗以下 ,或者发生中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6

宗或 6宗以上;②全省范围内发生次大型非常态水

土流失危机事件 1宗或以上。

(4)Ⅳ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 ①全省范围内全

年发生中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4宗或 4宗以上

6宗以下;②全省范围内发生中型非常态水土流失

危机事件 1宗或以上 。

具体来讲 ,对于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级别划

分 ,由于其发展是渐变的 、累积的 ,中间具有一定的时

间间隔和变化 ,其定级可考虑从水土流失防治区的土

壤侵蚀程度和土壤侵蚀强度变化情况两方面进行判

断和确定 。如在广东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

的制定中 ,确定广东省特大型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的判别标准为:

(1)土壤侵蚀程度。防护区土壤侵蚀程度级别

达到剧烈侵蚀级别的侵蚀面积达 90%以上 ,或过去

3 a内每年侵蚀程度级别增加 1级或 1级以上的土壤

侵蚀面积达 90%以上 。

(2)土壤侵蚀强度 。实测资料充足情况下 ,防护

区内土壤侵蚀类型为水蚀且土壤侵蚀强度为剧烈级

别的侵蚀面积达 80%以上 ,或剧烈级别的土壤侵蚀

面积年增幅超过 60%,或过去连续 3 a 剧烈级别的土

壤侵蚀面积增幅均超过 15%,或过去 3 a内每年侵蚀

强度级别增加 1 级或 1 级以上的土壤侵蚀面积达

90%以上;或防护区内土壤侵蚀类型为重力侵蚀或风

力侵蚀 , 土壤侵蚀强度为剧烈级别的侵蚀面积达

80%以上;或土壤侵蚀类型为泥石流 ,土壤侵蚀强度

为极强烈级别的侵蚀面积达 80%以上。实测资料不

充足情况下 ,防护区内土壤侵蚀类型为水蚀中的面蚀

或沟蚀 ,强度级别为剧烈的侵蚀面积达 80%以上。

对于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可考虑从因灾死

亡人数 、经济损失 、水土流失总量 、受灾影响范围 、受

灾影响人口 、受灾影响地点重要性 、灾情影响生产的

程度等方面确定危机事件级别 。如在广东省水土流

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中 ,确定广东省特大型非

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发生的判别标准为:因灾死亡

30人(含 30人)以上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 000万元

以上 ,或一次性水土流失量达 5.0×106 m3 以上 ,或

影响受灾人口达 9万人以上 ,或影响受灾面积达 600

km
2
以上 ,或严重影响当地地级行政所在地的正常生

产和运作 ,或对省级甚至省级以上陆路或水路交通运

输网络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导致相当部分区域的

交通运输无法正常运作。

以上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确定过程中涉及的各项

指标数据和评价标准 ,可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进行相

应的调整和改变 。

对应于可能或已经发生的 Ⅰ , Ⅱ , Ⅲ , Ⅳ级水土流

失危机事件 ,向社会分别用红 、橙 、黄 、蓝色这 4 种颜

色发布警示标志 ,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对周边居

民的警示。

1.5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响应应对流程图

我国现有的已制定的公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中 ,

大多以书面文字方式说明针对某种公共危机事件的

响应应对方法和过程 ,较少编制有响应应对流程图 。

响应应对流程图与纯文字说明相比 ,具有直观性强 、

目标明确 、简洁精炼等特点 ,在国外的部分危机事件

响应中也有所采用
[ 12]

,因此将制作危机事件响应应

对流程图和文字说明相结合制定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应急预案 ,可以取得良好的说明和指引效果。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响应应对流程图分为常态水

土流失危机事件应对流程图和非常态水土流失危机

事件应对流程图两类 ,例如 ,对于常态水土流失危机

事件应对流程 ,可分为预防与预警 、应急响应 、后期处

置等 3个阶段(图 1—3)。流程图中 ,符号①, ②, ③,

④代表同一流程图中事件发和处理的先后次序 。

2　应急预案的实践应用

按照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方

法 ,结合考虑广东省水土流失防治的实际情况 ,编制

完成了广东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该省级

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方法于 2009年 6月

获专家评审会评审通过 ,待省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即

可投入到当地的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预防治理和应

急响应应对的实际工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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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预防与预警阶段流程

图 2　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响应阶段流程

图 3　常态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后期处理阶段流程

3　结论

(1)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 ,应同时

重点考虑常态与非常态两种情况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的防治和应对。

(2)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的建立研

究 ,既可全面兼顾考虑全省范围内各种不同类型的水

土流失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 ,也可为各市各地的地方

水土流失和专项大型生产活动水土流失危机事件防

治提供应急预案编制指导性意见和参考依据 。

(3)省级水土流失危机事件应急预案应急响应

流程图与危机事件响应应对书面说明结合一起对危

机事件应对过程和方法进行说明 ,可起到良好的指引

和说明效果 。

(4)要真正实现对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科学合

理有效应对 ,依赖于各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和有效协

同运作 ,因此需要各部门进一步对水土流失危机事件

应对制定部门应对处理预案。

(5)目前阶段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法 、水土流失

防治手段 ,对各种水土流失危机事件的防治有效性仍

显不足 ,丞需对水土流失发生和演变机理 、现有的常

态和非常态水土流失灾害防治手段和方法进行深入

研究和改进 ,构建现代化的全面综合的水土流失防治

体系以适应当今防治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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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二进制数据的格式发送到浏览器端 ,可以根据需要

删除这个临时输出文件。因为图表是作为图片格式

被下载到客户端的 ,所以并不需要客户端下载任何

COM 组件 ,也不需要客户端安装 Micro sof t Of fice系

统即可浏览这些图表 。

3.5　专题图的绘制

根据系统现有的图层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制作专

题图。专题图绘制实现主要是通过 ArcXML 与 Ar-

cIMS服务器之间的请求和通信实现的 ,利用 XML 技

术绑定数据 ,采用 ArcIMS 对 XML 文件进行解析 ,并

将解析出来的结果通过各种专题图形式反馈给用户。

4　结论

崩岗信息咨询系统在水土保持行业中针对崩岗

提出并设计了集成知识系统和发布系统的崩岗信息

咨询系统 ,不但可以在崩岗治理中为水土保持技术人

员提供咨询服务 ,而且也可作为崩岗知识的普及与教

学的教材 。同时 ,系统将崩岗信息与 WebGIS 技术

结合 ,可以对崩岗的地理信息查询 ,还可以对它们按

地理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使决策者从更高的角度 、直

观地审视崩岗的分布特征 ,提高统揽全局的决策能

力 ,从而使决策更加信息化 、科学化 。

崩岗信息咨询系统是“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崩岗的治理和开发利用 、生态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管理等信息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

也为“水土保持信息化”的总体建设提供了应用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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